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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
与文学成就＊

刘德杰

【提　要】邓禹家族是东汉世族中 “可以为后 世 法”的 文 化 典 范。他 们 注 重 德 行 与 文 学 教 育，培 养 了

矜重内敛、好尚学问而不弃武略的家风。邓禹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的文学，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，彰

显了邓氏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与韬略，对汉魏政治、经学、文史之学影响很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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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清人唐甄 《潜书·鲜君》说：　 “世 族 贵 家，其 子 孙

鲜有贤者。”① 邓 禹 家 族 却 不 然。邓 禹 是 东 汉 “元 功 之

首”，孙女邓绥为和 帝 皇 后，终 身 临 朝 称 制，这 个 兼 功

臣与外戚身份的大家族代有良才，兼 资 文 武。由 于 政 治

地位非常显赫，历来关于邓禹家族的研究往 往 集 中 在 政

治方面，对其 “文 学”方 面 罕 见 关 注。东 汉 的 “文 学”

观念，实以经学为主而 涵 盖 史 传、文 学、谶 纬 各 科，其

“审美意义 在 于 以 道 德、礼 义 的 教 化 价 值 作 为 评 判 依

据”。②邓 禹 家 族 注 重 德 行 与 文 学 教 育，培 养 了 矜 重 内

敛、尚文好学的家风，成为世族中 “可 以 为 后 世 法”的

文化典范。邓氏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 家 的 文 学，以 严 密

的理性分析见长，彰显出了邓氏政治家经纬 天 下 的 胸 怀

与智慧，对 汉 魏 政 治、经 学 和 文 史 之 学 都 产 生 了 深 远

影响。

一、邓禹家族的文化典范性

在东汉功臣 家 族 中，邓 禹 家 族 是 敦 励 儒 学 的 典 范。

光武帝好儒 术，功 臣 亦 多 儒 者。③ 建 武 十 三 年 （公 元３７
年），全 国 统 一，光 武 帝 “欲 偃 干 戈，修 文 德，不 欲 功

臣 拥 众 京 师”，贾 复、邓 禹 乃 “并 剽 甲 兵，敦 儒 学”，

“既还私 第，阖 门 养 威 重”，④ 其 他 功 臣 群 起 效 仿，光 武

帝偃武兴文之 国 策 由 此 得 以 顺 利 实 施。贾 复，字 君 文，

南阳冠军人。“少好学，习 《尚 书》。事 舞 阴 李 生，李 生

奇之，谓门人 曰： ‘贾 君 之 容 貌 志 气 如 此，而 勤 于 学，

将相之器也。’”贾复为人刚 毅 方 直，多 大 节，为 “云 台

二十八将”之 一。贾 复 子 宗，字 武 孺， “少 有 操 行，多

智略”，“兼通 儒 术， （章 帝）每 宴 见，常 使 与 少 府 丁 鸿

等论议 于 前。”邓 禹，字 仲 华，南 阳 新 野 人。十 三 岁 能

诵 《诗》，游 学 长 安，与 光 武 帝 刘 秀 相 识。天 下 初 定，

邓禹 “常 欲 远 名 势”，⑤ “笃 于 经 书，教 学 子 孙”。⑥ 贾、

邓二人可谓通儒鸿才，在东汉功臣中具有非 同 一 般 的 典

范意义。可以说，东汉功臣从军功起家 到 经 学 世 族 的 转

型正是从邓、贾开始的。然而，贾复早卒，其族亦人丁

＊　本 文 是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《中 州 士 人 与 东 汉 文 学 嬗 变》

（１０ＢＺＷ０３３）的阶段成果之一。

①　唐甄：《潜书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，第２０７页。

②　郑伟：《汉代诗教思想之形成及其特殊内涵》，《河南师范大

学学报》２０１１年第２期。

③　参见赵翼 《廿二史札记》卷４，“东汉功臣多近儒”条。

④　《后汉书·贾复传》，下引贾复父子史料亦出此文。

⑤　本文所用邓禹家 族 史 传 材 料，除 特 别 注 明 外，皆 依 据 范 晔

《后汉书》（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９５年版）。

⑥　《东观汉记》卷８ 《邓禹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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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旺，家族 代 表 性 不 强。邓 禹 家 族 则 不 然，人 丁 兴 旺，

俊才辈出，成为东汉世 家 大 族 之 翘 楚。 《后 汉 书·邓 禹

列传》曰：　 “邓氏自中兴 后，累 世 宠 贵，凡 侯 者 二 十 九

人，公二人，大将军以下 十 三 人，中 二 千 石 十 四 人，列

校二十二人，州牧、郡守 四 十 八 人，其 余 侍 中、将、大

夫、郎、谒者 不 可 胜 数，东 京 莫 与 为 比。”笔 者 依 据 范

晔 《后汉书》、袁宏 《后汉纪》、陈 寿 《三 国 志》统 计 了

东汉邓禹家族入史传者，包括汉末邓芝在内，传 衍 六 代

以上，总计５０男、２皇 后，其 中３１人 封 侯，３人 官 至

三公，与范晔的说法基本吻合。《隋 书·经 籍 志 二》曰

：　 “后汉有 《邓氏官谱》……晋乱已亡。”① 这是迄今所

知最早的士族族谱，虽内容不 详，但 至 少 说 明：邓 氏 家

族仕宦显达，足以列出谱系。东汉士大 夫 罕 见 不 通 经 学

者。邓禹家族有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，也 就 意 味 着 有 如

此庞大的儒士队伍。东汉世家大族无不以经 学 为 传 家 之

本，邓禹家族的典范性不言而喻。

在东汉外戚家族中，邓禹家族 是 以 “文”、“德”传

家的典范。东汉一代，兼有功臣与外戚 双 重 身 份 的 世 家

大族有阴兴、马援、窦融、邓 禹、梁 统 五 家，各 家 的 开

国功臣皆通经史传记，子孙亦不乏著 名 文 士。光 武 帝 阴

后、明帝马后、章帝窦后、和 帝 邓 后、顺 帝 梁 后 皆 有 才

学，马后与 邓 后 均 为 著 名 贤 后，博 学 能 文，有 文 传 世。

阴、邓两家皆出南阳，以敬慎礼 法 与 谦 退 俭 约 著 称；马

援、窦融、梁统来自关西，谨 约 自 守，而 三 家 子 孙 皆 有

豪奢、恣肆、不拘礼法之习，关西 豪 放 不 羁 之 风 在 他 们

身上时隐时现。② 阴氏 家 族 本 为 齐 管 子 之 后，楚 汉 之 际

迁于楚，居新野。阴氏家 族 既 好 神 仙，又 好 巫 术，阴 子

方祭灶 神，阴 长 生 求 仙 问 道，和 帝 阴 皇 后 迷 信 巫 蛊 之

术，道家与道教之风在阴氏身上表现 明 显。邓 氏 家 族 则

是秉礼好儒之 家，和 熹 邓 后 甚 至 坚 决 反 对 巫 蛊 与 淫 祀，

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。马援 与 邓 禹 在 谋 略、学 识、教

育子孙等方面皆 可 媲 美，少 时 所 习 也 同 为 《诗》。马 援

家族亦人才辈出，马援 子 马 廖、马 防，从 子 马 严，马 严

子马续、马融，皆通经艺，晓 武 略，亦 可 与 邓 禹 家 族 之

英才并驾齐驱，在文学上甚至有过之 而 无 不 及。东 汉 一

代，马、邓两家堪称兼容 功 臣、外 戚、文 化 三 重 身 份 的

世族 “双 璧”。然 而，马 援 生 长 关 西，靠 近 西 北 边 地，

范晔论 其 一 生 行 事，谓 之 “伏 波 好 功，爰 自 冀、陇”，

精确地概括了马援的文化性格及其地域渊 源。邓 禹 生 长

于楚夏 之 交 的 南 阳，范 晔 说 他 “元 侯 渊 谟……静 其 如

愚”，“渊”、“静”二 字 正 抓 住 了 邓 禹 文 化 性 格 之 根 本。

楚夏之交在 战 国 时 期 即 为 老 庄 道 家 文 化 覆 盖 的 重 点 区

域，③ 邓禹的 “渊静”、“常欲远名势”，或许正是源自南

阳悠久的老子文化。总之，从东 汉 尊 儒 重 文、尚 德 轻 功

的主流倾向看，邓 氏 比 其 他 功 臣 外 戚 家 族 更 具 代 表 性；

自文化的地域倾向而言，东汉朝廷推崇矜重 守 礼 的 人 格

风范，是 典 型 的 中 原 文 化，邓 禹 家 风 正 是 如 此，马、

窦、梁三大家族 却 有 明 显 的 豪 放 尚 功 的 关 西 文 化 倾 向。

显然，邓禹家族的文化性格更能代表东汉人 文 思 潮 的 主

流倾向。

二、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

邓禹家族突出的文化性格是与其世代相 传 的 文 德 教

育分不开的。邓禹是其家族教育传统 的 开 创 者。两 汉 之

际，邓禹家族已是郡县著姓。刘 秀 经 营 河 北，邓 禹 策 马

相追，与其 “谋谟 帷 幄 之 中，决 胜 千 里 之 外”，成 为 名

副其 实 的 “元 功 之 首”。建 武 初 拜 大 司 徒，封 高 密 侯。

建武十三年 （公元３７年）退 隐。建 武 中 元 元 年 （公 元

５６年），光武帝封 禅 泰 山，特 征 邓 禹 行 司 徒 事 随 行。明

帝即位，拜 为 太 傅。永 平 元 年 （公 元５８年）五 月 卒，

年五十七。

光武帝尊崇 儒 术，多 举 用 经 学 博 通 之 士 入 参 朝 政。

儒学首重修身与齐家，以邓禹为首的功臣群 体 本 以 儒 者

居多，国家统一后，他们率先成 了 敦 励 儒 学、修 养 礼 法

的典范。东汉社会，“户 习 七 经”，“士 民 秉 礼”，④ 光 武

君臣率先垂范，功莫大 焉。 “元 功 之 首”邓 禹 是 光 武 帝

功臣中最为杰出的一员。

邓禹笃于经 书，非 常 重 视 子 孙 的 文 化 与 德 行 教 育。

邓禹有 清 醒 的 家 学 家 风 意 识———令 十 三 子 各 守 一 经，

“既以武功书之竹帛，兼以文德教养子孙”。⑤ 《后汉书·

邓禹传》曰：　 “禹内文 明，笃 行 淳 备，事 母 至 孝。天 下

既定，常欲远名势。有子 十 三 人，各 使 守 一 艺。修 整 闺

门，教养子 孙，皆 可 以 为 后 世 法。资 用 国 邑，不 修 产

利。”范晔 在 《邓 寇 传 赞》中 说，邓 禹 “勋 成 智 隐，静

其如愚”。“内文明”既指有自知之 明 与 知 人 之 明，也 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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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邓氏，邓晨家族和邓禹家族最为显赫，无论为官人数，

还是政治影响，邓晨家族均远不及邓禹家族，《隋志》所说

的 《邓氏官谱》当是邓禹家族官谱。

关于上述诸家事 迹 及 家 风，可 参 见 《后 汉 书》各 家 本 传 及

传论。贾谊曾论秦地 恶 俗，说：　 “今 世 以 侈 靡 相 竞，而 上

亡制度，弃 礼 谊，捐 廉 耻，日 甚，可 谓 月 异 而 岁 不 同 矣。

逐利不耳，虑非顾行也，今其甚者杀父兄矣。”（《汉书·贾

谊传》）大致言秦俗 以 侈 靡 相 竞，崇 尚 功 利，不 大 守 礼 法。

马防、窦宪、梁冀等人之行事，颇有此风。赵岐 《与友书》

说马融 “不持士节”。

参见严耕望 《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》， 《严 耕 望 史 学 论

文选集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。

刘师培： 《中 国 中 古 文 学 史 讲 义·论 汉 魏 之 际 文 学 变 迁》，

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，第７页。
《后汉书·和熹邓后纪》。



富于内省精神，正 所 谓 “静 其 如 愚”，宠 辱 不 惊。邓 禹

有自知之明，知己功高权重，恐 逆 光 武 帝 之 志，遂 与 贾

复 “剽甲 兵，敦 儒 学”；邓 禹 有 知 人 之 明， “每 有 所 举

者，皆当其才，光 武 以 为 知 人”。① 《后 汉 纪》卷１４曰

：　 “（和熹邓后）与叔父邠及 诸 兄 语，常 问 祖 父 禹 为 布

衣佐 命 时 事。邠 为 说 结 发 殖 业，著 名 乡 闾。遭 世 祖 龙

飞，杖策归德，征伐四方，天 下 大 定。功 成 之 后，闭 门

自守，事寡姊尽礼敬，训子 孙 有 法。……后 未 尝 不 叹 息

流涕，言： ‘立 德 之 苦，乃 至 于 斯。’”邓 绥 所 谓 “立

德”，实包括建 功、立 德、 “殖 业 （研 习 经 学）”在 内。

可见，邓禹在子孙教育方面用 心 良 苦，他 以 身 作 则，亲

自训导，建立起功德与学识并重的家 教 观 念，于 家 族 发

展泽被久远。邓禹儿子中，少子 邓 鸿 好 筹 策。汉 明 帝 与

邓鸿议论边事，认为他具将才，就 拜 为 将 兵 长 史。章 帝

时，邓鸿为 度 辽 将 军。和 帝 初，鸿 随 窦 宪 击 匈 奴，有

功，征行 车 骑 将 军。从 上 引 邓 邠 教 育 邓 绥 的 话 可 以 看

出，邓邠也是德行学问并修之士。

据 《后汉书·邓禹传》载，邓 禹 十 三 子 中，惟 第 六

子邓训 “不好文 学”，此 处 所 谓 “文 学”主 要 是 指 章 句

之学，邓训 的 文、德 修 养 都 不 错。邓 训 今 无 文 章 留 存，

不过，《后 汉 书》本 传 记 载 了 他 劝 说 部 署 安 集 羌 胡 的 一

段话，略可管 窥 其 文 学 素 养。其 文 曰：　 “今 张 纡 失 信，

众羌大动，经 常 屯 兵，不 下 二 万，转 运 之 费，空 竭 府

帑，凉州吏人，命悬丝发。原 诸 胡 所 以 难 得 意 者，皆 恩

信不厚 耳。今 因 其 迫 急，以 德 怀 之，庶 能 有 用。”这 段

话以四 言 为 主，简 劲 生 动，体 察 人 情，恩 威 相 济。 《论

语·季 氏 将 伐 颛 臾》曰：　 “远 人 不 服，则 修 文 德 以 来

之。既来之，则 安 之。”邓 训 的 安 边 策 略 体 现 的 正 是 儒

家文德 思 想。不 仅 如 此，邓 训 对 子 弟 的 德 行 与 学 业 修

养，要求 严 格，甚 至 苛 刻。 《后 汉 纪》卷１４曰：　 “

（邓）训，闺 庭 甚 严。诸 子 进 见，未 尝 赐 席。至 于 （和

熹邓）后，事无大小，每 辄 咨 之。” 《后 汉 书·邓 训 传》

亦曰：　 “训 虽 宽 中 容 众，而 于 闺 门 甚 严，兄 弟 莫 不 敬

惮，诸子进见，未尝赐席接以温色。”《后 汉 书·和 熹 邓

后纪》亦 载：　 “六 岁 能 《史 书》，十 二 通 《诗》、 《论

语》。诸兄 每 读 经 传，辄 下 意 难 问。志 在 典 籍，不 问 居

家之事。……父 训 异 之，事 无 大 小，辄 与 详 议。”可 以

看出，邓训家中，子 弟 从 小 都 要 接 受 严 格 的 文 学 教 育，

兄弟姊妹 之 间，讨 论 问 难，切 磋 琢 磨，学 风 很 好；同

时，邓氏家教，宽严相济，形 成 了 良 好 的 自 律 传 统。从

邓训对待子女 经 传 研 习 的 态 度 看，邓 训 所 谓 “不 好 文

学”，应当是指不 好 死 守 “家 法”的 章 句 之 学，对 于 经

世致用的博通 之 学，他 是 不 排 斥 的。邓 训 有 五 子 一 女：

骘、京、悝、弘、阊 及 邓 绥。邓 骘 今 存 一 文，严 可 均

《全后汉文》题名 《上疏自陈》。邓 弘 少 习 《欧 阳 尚 书》，

入授安帝，诸 儒 多 归 附 之。邓 绥 好 学 成 习，终 身 不 辍。

《后汉书·和 熹 邓 后 纪》云：　 “太 后 自 入 宫 掖，从 曹 大

家受经书，兼天文、算数。”邓后今存自拟诏书若干篇。

和熹邓后以光大父祖之德、教 养 子 孙 为 己 任，对 文

学教育也非常重视。 《后 汉 书》本 纪 云：　 “（元 初）六

年，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、河间王子男 女 年 五 岁 以 上 四

十余人，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 余 人，并 为 开 邸 第，教 学

经书，躬自监试。尚幼者，使 置 师 保，朝 夕 入 宫，抚 循

诏导，恩 爱 甚 渥。乃 诏 从 兄 河 南 尹 豹、越 骑 校 尉 康 等

曰：‘吾 所 以 引 纳 群 子，置 之 学 官 者，实 以 方 今 承 百 王

之敝，时俗浅薄，巧伪滋生，《五 经》衰 缺，不 有 化 导，

将遂陵迟，故 欲 褒 崇 圣 道，以 匡 失 俗。”邓 绥 还 从 父 祖

那里继承了心忧天下的精神。她对刘氏子弟 与 邓 氏 子 弟

的经学教育一视同仁，并推及到国家文化教 育 和 文 化 建

设规制中。本纪云：　 “永初三 年，邓 太 后 又 诏 中 官 近 臣

于东观受读经传，以教 授 宫 人，左 右 习 诵，朝 夕 济 济。”

东汉有学问的宦官 （如郑众、蔡伦）就 是 从 邓 后 时 代 开

始大量出现。邓太后称制期间，两度下 诏 刘 珍 等 鸿 儒 硕

学入东观校订典籍，为东汉经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在邓后子侄辈中，从子甫德学 传 父 业 《欧 阳 尚 书》。

从子邓嗣，博学能文。 《后 汉 书·邓 禹 传》载，邓 太 后

去世，安帝听信谗言，迫 害 邓 氏，邓 骘、邓 阊 等 被 逼 自

杀， “阊 妻 耿 氏 有 节 操，痛 邓 氏 诛 废，子 忠 早 卒，乃 养

河南尹豹 子，嗣 阊 后。耿 氏 教 之 书 学，遂 以 通 博 称。”

从耿氏教子看，邓氏家族，无论 男 女，都 秉 承 了 好 学 重

文之家风。

邓氏家族良好的文学教育与德行 教 育 相 辅 相 成。邓

禹教导子孙皆尊法度，子 孙 世 传 祖 训。殇、安 之 时，和

熹邓 后 临 朝 称 制，兄 弟 辅 政。邓 后 效 法 父 祖，检 敕 宗

族，教学子 弟，邓 骘 兄 弟 子 侄 也 勤 谨 自 守，颇 有 德 望。

《后汉书·和熹邓后纪》载，邓太后临 朝，“诏 告 司 隶 校

尉、河南 尹、南 阳 太 守 曰： ‘每 览 前 代 外 戚 宾 客，假 借

威权……今车骑 将 军 骘 等 虽 怀 敬 顺 之 志，而 宗 门 广 大，

姻戚不少，宾客奸猾，多 干 禁 宪。其 明 加 检 敕，勿 相 容

护。’自是亲属 犯 罪，无 所 假 贷。” 《后 汉 书·邓 骘 传》

云：　 “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 遵 法 度，深 戒 窦 氏，检 敕 宗

族，阖门静居。骘子侍中 凤，尝 与 尚 书 郎 张 龛 书，属 郎

中马融宜在台阁。又中郎将任尚尝遗 凤 马，后 尚 坐 断 盗

军粮，槛车征诣廷尉，凤 惧 事 泄，先 自 首 于 骘。骘 畏 太

后，遂髡 妻 及 凤 以 谢，天 下 称 之。”永 初 元 年，安 帝 封

邓骘兄弟为侯。骘等辞 让，不 获 准 许，遂 逃 避 使 者，上

疏自陈，中有 “常母子兄弟，内 相 敕 厉”之 语。邓 后 从

兄邓康 “以太后久临朝政，宗门盛 满，数 上 书 长 乐 宫 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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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后汉书·邓禹传》。



争，宜崇公室，自 损 私 权，言 甚 切 至。”顺 帝 时，邓 康

为太仆，以品行方正著 称，名 重 朝 廷。可 以 看 出，邓 禹

家族在文德教育上一脉相承：邓禹 “功 成 之 后，闭 门 自

守”，邓骘兄弟居官显位而 “阖门静 居”；邓 禹 教 导 子 孙

要 “尊法 度”，邓 后 检 敕 宗 族，邓 骘 自 髡 妻 子；邓 禹

“勋成智隐”，邓康谏邓后不 从，遂 闭 门 不 仕；邓 禹 “笃

于经书，教养子孙”；邓绥 “昼 省 王 政，夜 则 诵 读”，并

亲自 督 导 子 弟 学 习。邓 氏 家 族 的 文 德 教 育 总 归 一 个

“律”字———律 己、律 宗 亲。这 种 高 度 自 律 的 宗 族 精 神

强化了邓氏家族的凝聚力，也提升了邓氏家 族 的 朝 野 名

望。安、顺之际，邓氏几乎遭 遇 灭 门 之 灾，以 大 司 农 朱

宠为代表的公卿士大夫多为邓氏鸣不平，顺 帝 亦 “追 感

太后恩训”，邓氏家族方转危为安。邓 禹 家 族 人 丁 众 多，

累世显贵，在史书中却未留下明显劣 迹，这 在 两 汉 外 戚

史上绝无仅有。如果史书记载可信的 话，我 们 只 能 推 出

一个结论：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非常 成 功，宗 族 内 部 形

成了良好的约束机制。可以说，邓氏家 族 久 经 政 治 风 雨

而绵延 不 衰，其 宗 族 自 律 精 神、以 文 德 传 家 的 自 强 精

神，都是非常重要的内生力。

值得注 意 的 是，邓 氏 家 教 不 仅 重 视 “文 德”，而 且

不弃 “武 略”。邓 后 特 别 提 到 祖 父 的 教 导——— “先 公 既

以武功书之竹帛，兼以文德教化子孙”。《三国志·蜀志

卷十五·邓芝传》载，邓 芝，字 伯 苗，新 野 人，邓 禹 之

后，于汉末入蜀，曾任尚 书 郎 等 职，官 至 车 骑 将 军，对

和合吴蜀贡献 卓 著。本 传 曰：　 “芝 为 大 将 军 二 十 余 年，

赏罚明断，善 恤 卒 伍，身 之 衣 食，资 仰 于 官，不 苟 素

俭，然终 不 治 私 产。”据 《华 阳 国 志·巴 志》载，邓 芝

还好弓弩，善射。从邓芝 身 上，我 们 依 然 可 以 看 到，邓

禹家族文德武略兼修之风至汉末而不坠。

三、邓禹家族的文学成就

在邓禹 家 族 中，邓 禹、邓 绥、邓 弘、邓 骘、邓 嗣、

邓芝的文学影响比较大，史料 也 较 为 丰 富。六 人 中，惟

邓绥、邓骘有单篇文章保存，邓禹和邓 芝 的 文 学 才 华 可

从史书保留下来的辞令中见其一斑。邓 弘、邓 嗣 既 无 言

辞留存，也无单 篇 文 章 传 世，但 有 史 料 载 录 著 述 之 事。

因此，本文分析的邓氏文学并不拘于单篇之文。

邓禹对历史的影 响，莫 过 于 他 的 “河 北 进 策” （袁

宏 《后汉纪》卷１记录最详）。《朱 子 语 类》卷１３５：　 “

尝欲写出萧何、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，邓 禹 初 见 光 武 时

一段，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，将这数 段 语 及 王 朴 《平 边

策》编 为 一 卷。”朱 子 所 谓 “邓 禹 初 见 光 武 时 一 段

（语）”，即邓禹 在 河 北 对 光 武 帝 所 说 的 如 何 “定 天 下”

的那番话，权且 名 为 《河 北 进 策》。在 朱 熹 看 来，邓 禹

此策是北宋以前安邦定国的四大经典策略 之 一。该 文 不

仅集中反映了邓禹政治军事上的杰出才识，也 展 示 了 邓

禹简洁练达、文思缜密的文学功力。刘 秀 经 营 河 北 地 区

之时，族兄刘玄已经称帝，且颇 有 号 召 力，刘 氏 宗 室 大

多做了更始大臣，刘秀也是更始所封 萧 王。刘 秀 若 想 建

立 “帝王大业”，首要 问 题 就 是 如 何 面 对 天 下 “公 义”；

其次，刘秀为人谨慎内敛，当时 实 力 也 很 有 限，要 夺 取

天下，尚 信 心 不 足；再 次，时 人 多 信 “天 意”，尤 信 谶

言，刘秀也心存顾虑。要说服刘 秀 成 就 大 业，必 须 首 先

破解上述三方面的心理问题。邓禹进 策，开 口 就 将 视 野

引向古今 “圣明”境界，然后话 锋 一 转，切 入 如 何 解 决

“天事与人事”问 题。以 刘 秀 之 气 魄， “天 事”拘 囿 不

住，“人事”处境却困厄重 重。邓 禹 围 绕 “人 事”问 题，

从更始政 权 不 足 为 虑 说 起，一 口 气 从 “德”、 “武”、

“文”三个 方 面 分 析 了 刘 秀 “聪 明 神 武”的 帝 王 “威

德”，鼓舞 了 刘 秀 信 心，破 除 了 心 理 障 碍。然 后，邓 禹

以 “收天下英雄 而 分 授 之”提 挈 纲 领，从 部 署 “粮 草”

到统一天 下，层 层 论 断。史 载 “上 笑 曰： ‘且 相 随 北

去。’因敕左右，号禹 曰 邓 将 军”。① 这 段 言 辞，通 观 古

今，总览全局，运转万里乾坤于 股 掌 之 间，气 魄 不 可 谓

不雄，然而，雄放之中自有沉稳 之 度，睿 智 之 中 不 乏 豪

壮之风，与战国纵横家之说辞迥然不同。

若将诸葛亮 “隆中 对”② 与 邓 禹 “河 北 进 策”作 比

较，我们会发现，二人思路非常 相 似，连 用 语 也 有 不 少

相同处，如孔明所谓 “非惟天时，抑 亦 人 谋”；“天 府 之

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”；“（将 军）信 义 著 于 四 海，总

揽英雄，思贤如渴”之类，均 与 邓 禹 策 辞 义 同 语 近。清

蔡世远叹诸葛 《隆中对》“规模宏 远！”唐 张 仲 宣 赞 邓 禹

《河北进策》“文雅光国”，③ 皆千古知音。

邓禹留下来的还有一段推荐寇 恂 的 话，载 于 《后 汉

书·寇恂传》。此文 开 阖 有 度，简 明 扼 要，亦 通 达 睿 智

之文。

邓骘现存文一篇，原载于 《后汉书》本传，《全后汉

文》题为 《上疏自陈》，梅鼎祚 《东汉文纪》题为 《上邓

太后辞封疏》。这篇奏疏措辞谦卑，坦诚温雅，颇能体现

邓骘谦逊谨慎的性格，亦可看出邓氏家族谨重自律之风。

邓弘以 《欧阳尚书》授安帝，文学修养应当也不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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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后汉纪》卷１，紧接邓禹 “进说”之文。

参见陈寿 《三 国 志·诸 葛 武 侯 列 传》，清 蔡 世 远 《古 文 雅

正》卷５收录此篇，题名 《隆中对》。
（唐）张仲宣：《论建中兴之功劄子》曰：　 “臣 闻 汉 有 二 十

八将者，上应二十八 宿 也。或 以 文 雅 光 国，邓 禹 有 决 胜 之

奇；或以武能威人，吴 汉 有 绥 边 之 略；功 论 树 下，冯 异 之

绩弥彰；冰结河中，王霸之诚尤著。”见宋李昉等 《文苑英

华》卷４７８。



邓绥能属文，且善解人 意。和 帝 封 她 为 皇 后 时，曾

“手书表谢”。 《全 后 汉 文》收 录 邓 后 诏 书１７篇，从 语

气、措辞及反映 出 来 的 心 理 活 动 看，其 中 的１４篇 都 极

像邓绥自撰之文。① 如 《策 命 长 安 侯 即 皇 帝 位》曰：　 “

其审君汉国，允执其中。‘一 人 有 庆，万 民 赖 之’。皇 帝

其勉之哉！”这是以太后姿态教导安 帝，不 似 代 言。《立

安帝诏》写太后尽心抚养幼帝时的殷切 期 望，又 写 突 遭

殇帝夭折的惊心和悲痛，说：　 “朕 奉 皇 帝，夙 夜 瞻 仰 日

月，冀望成就。岂意卒然 颠 沛，天 年 不 遂，悲 痛 断 心！”

又 《赐周冯贵人 归 园 策》曰：　 “朕 与 贵 人，托 配 后 庭，

共欢等列，十 有 余 年。……先 帝 早 弃 天 下。孤 心 茕 茕，

靡所瞻仰，夙夜永叹，感 怆 发 中。今 当 以 旧 典，分 归 后

园。相恋之情，惨结 增 叹。 ‘燕 燕’之 诗，曷 能 喻 焉！”

又 《遣掖庭宫人诏》云：　 “今 悉 免 遣，及 掖 庭 官 人，皆

为庶民，以抒幽 隔 郁 滞 之 情。”这 些 诏 书 多 述 及 邓 后 的

宫中生 活 体 验，推 己 及 人，真 切 细 腻，实 肺 腑 之 言。

《诏河南尹邓 豹 等》是 邓 后 写 给 亲 兄 弟 邓 豹 等 人 的，她

诉说自己的良苦用心，讲述祖父的教 导 方 法 等，殷 殷 关

切，溢于言表。该文还有生动 形 象 的 口 语，如 “今 末 世

贵戚，食 禄 之 家，温 衣 美 饭，乘 坚 驱 良，而 面 墙 术 学，

不识臧否。斯故祸败所从来也。”这 些 用 语 都 不 是 官 话，

皆随口道来，当出邓后之口。从 语 气 和 文 风 看，邓 后 的

《检敕外戚诏》、《报邓阊》、《敕掖庭令》、《遗诏》等诏，

亦时见口语，训导之辞甚至略 嫌 琐 细，如 对 面 而 语，典

雅平实，一如邓后明察、果 决、干 练 的 为 人，又 有 女 性

特有 的 细 腻 柔 情，且 融 贯 着 “诚 在 济 度 百 姓，以 安 刘

氏”的国母情怀，这些诏书应是邓后自作。

邓嗣之学，受于母亲耿 氏。桓 帝 永 寿 中，邓 嗣 “与

伏无忌、延笃著书东观”，共同 撰 写 《东 观 汉 记》。东 汉

一代，在 进 入 东 观 校 书 著 史 的 文 士 中，博 通 今 古 文 经

学、史传、百家典籍 以 及 谶 纬 术 数 之 学 者 甚 多。② 据 此

推测，邓嗣既以 “通博”著称，范 晔 又 将 他 与 享 有 文 学

盛誉的延笃并提，③ 他 的 才 学 当 与 延 笃 不 相 上 下。从 家

学体系看，邓氏家族的文学教育观念也 是 以 “博 通”为

主，并 不 拘 泥 于 经 学 家 法。比 如，邓 禹 擅 长 《诗》学，

却令十三 个 儿 子 各 习 一 经，邓 训 也 让 子 女 研 读 各 种 经

传，邓绥特意从班昭学天文、算 术 以 及 谶 纬 典 籍。据 此

推理，邓嗣之学大约也是经、史、文、纬诸科兼通的。

邓氏家族 中，最 擅 长 外 交 辞 令 的，恐 怕 要 属 邓 芝

了。《三 国 志·蜀 书 十 四·邓 芝 传》载，建 兴 元 年 （公

元２２３年），后 主 即 位，诸 葛 亮 欲 重 修 吴 蜀 之 好，恐 孙

权怀疑蜀汉实力，遂派尚书郎邓芝出 使 东 吴，邓 芝 不 负

使命。传云：

权果狐疑……语芝曰：　 “孤 诚 原 与 蜀 和 亲，然

恐蜀主幼弱，国小势 逼，为 魏 所 乘，不 自 保 全，以

此犹豫耳。”芝 对 曰：　 “吴、蜀 二 国 四 州 之 地，大

王命世之 英，诸 葛 亮 亦 一 时 之 杰 也。蜀 有 重 险 之

固，吴有三江之阻，合 此 二 长，共 为 唇 齿，进 可 并

兼天下，退可鼎足而立，此 理 之 自 然 也。大 王 今 若

委质於魏，魏 必 上 望 大 王 之 入 朝，下 求 太 子 之 内

侍，若不从 命，则 奉 辞 伐 叛，蜀 必 顺 流 见 可 而 进，

如此，江南 之 地 非 复 大 王 之 有 也。”权 默 然 良 久 曰

：　 “君言是 也。”遂 自 绝 魏，与 蜀 连 和，遣 张 温 报

聘於蜀。蜀 复 令 芝 重 往，权 谓 芝 曰：　 “若 天 下 太

平，二主分治，不 亦 乐 乎！”芝 对 曰：　 “夫 天 无 二

日，土 无 二 王，如 并 魏 之 后，大 王 未 深 识 天 命 者

也，君各茂其德，臣各 尽 其 忠，将 提 枹 鼓，则 战 争

方始耳。”权大笑曰：　 “君之诚款，乃当尔邪！”

从上文可以 看 出，邓 芝 每 段 言 辞 都 是 极 富 智 慧 的。

他一语道破孙权疑虑，坦言为吴蜀双 方 利 益 而 来。剖 析

利害之时，他着眼于魏、蜀、吴 三 方 力 量 的 对 比，实 事

求是地分析了吴蜀各自优势，以坚定 孙 权 联 蜀 之 志。邓

芝此番谋议，最终 “合吴蜀 之 长，为 唇 齿 之 势，以 进 兼

天下”，④ 光耀三国文苑。第二次出使时的答词，形象生

动，气势如虹，又襟怀坦诚，集儒 士 节 义 与 外 交 家 的 睿

智为一身。⑤ 两段辞令，正 反 对 比，逻 辑 严 密，不 卑 不

亢，犹见邓禹风范。

从整体上说，邓 氏 家 族 文 学 主 要 是 政 治 家 之 文 学，

其作品内容与汉魏政治文化的关系至为密 切，其 文 学 精

神彰显的是政 治 家 经 纬 天 下 的 胸 怀 气 度、睿 智 与 洞 见，

其文本逻辑不以情感抒发为旨归，而以严密 的 理 性 分 析

见长，与 “注重情感和语言个性化”的 文 人 文 学 判 然 有

别。⑥ 当然，邓禹家族文学风格并不单一，邓禹之恢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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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德杰：东汉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与文学成就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邓后诏书中，以下３篇 不 好 判 断 是 否 是 她 自 拟，即 《以 张

禹为太傅徐防为太尉诏》、《举隐逸大儒诏》、《以 王 涣 子 为

郎中诏》。

参见刘跃进 《东 观 著 作 的 学 术 活 动 及 其 文 学 影 响 研 究》，
《文学遗产》２００４年第１期。

延笃，南阳犨县人，博 通 经 传 及 百 家 之 言，能 著 文 章，有

名京师，其 《仁孝论》为东汉论体文之经典。
（宋）史晓弼 《莲峰集》卷４有 《三国六朝都建康攻守人物

谋议如何》将邓芝这番谋议视为三国六朝谋议文章的典范，

说：　 “然六朝之人物 谋 议 亦 有 可 道 者，何 则？ 请 并 刘 备 西

兼巴蜀，周瑜之策 可 取；合 吴 蜀 之 长，为 唇 齿 之 势，以 进

兼天下，邓芝之策可取也……”。

无名氏 《三国志文类》卷５２ 《又评 邓 芝 张 翼 宗 预 杨 戏》曰

：　 “邓芝坚贞简亮，临官忘家。”

参见彭玉平 《王国维 〈文学小言〉研究》， 《河 南 师 范 大 学

学报》２０１１年第１期。



邓绥之细腻，邓骘之温 雅，邓 芝 之 坦 直，各 呈 异 彩，时

见情性之别。

在汉魏政治文化史上，邓禹 家 族 以 文 德 传 家，不 弃

武略，于功臣、外戚、士族中 卓 然 而 为 一 代 典 范。邓 氏

家族的 “文学”亦泽被广远。邓禹 “河 北 进 策”为 光 武

建国指明路径，实为经世文之 杰 作；邓 训、邓 鸿 兄 弟 明

晓边略，文武并 用，为 明 章 时 期 的 边 境 安 定 建 立 功 勋；

邓绥、邓骘兄妹于殇、安 两 朝 执 掌 国 事，进 贤 纳 士，其

诏令 奏 疏，足 见 一 代 文 治 轨 迹；邓 弘、邓 甫 德 父 子 以

《欧阳尚书》传家，于 东 汉 经 学 亦 占 一 席 之 地；邓 嗣 与

东观群贤共著 《汉 记》，于 东 汉 典 制 文 章 之 流 传 功 不 可

没；邓芝之 辞 令，于 吴 蜀 两 国 之 交 好 厥 功 甚 伟。总 之，

作为东汉功臣、外戚、世家大族 的 文 化 典 范，邓 禹 家 族

文学自有其独特价值。

本文作者：河南教育学院中 文 系 教 授，中 国 社 会 科

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２０１１届博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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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点选萃

社会治理创新与宪政建设的基本目标一致

刘建辉

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、法学博士刘建辉 认 为：当 代 中 国 社 会 治 理 创 新 的 基 本 目 标 是 改 变 国 家 社 会 高 度 合 一

的政府治理模式，革新政府的行政管理体 制，建 立 法 治 政 府 和 服 务 政 府，推 进 政 治 生 活 的 民 主 化，提 高 社 会 自 治 能

力，通过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 最 终 实 现 社 会 的 善 治。确 立 这 一 目 标，是 当 代 中 国 市 场 力 量 壮 大、公 民 社

会兴起、多元利益认同、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，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。

这一目标的实现，将使社会与政府 “相对平等”的地位得以 确 立，公 民 的 价 值 尊 严 和 作 为 国 家、社 会 的 主 人 的 地 位

得以彰显。这一目标实现的过程，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相互 博 弈、互 动 的 过 程，是 一 个 社 会 治 理 结 构 变 迁 的 过 程，是

一个社会统治控制方式转型的过程。其中，既涉及价值观 念、制 度 安 排、规 范 设 计 之 间 的 互 动 变 化，又 涉 及 角 色 定

位、行为模式之间的互动变化，而任何一个方面 的 变 化 都 会 引 起 其 它 方 面 的 变 化。社 会 主 义 是 一 个 与 国 家 主 义 相 对

应的概念，国家还权于社会、确立和保障社 会 高 度 自 治 是 社 会 主 义 的 本 质 要 求，也 是 社 会 主 义 宪 政 的 应 有 之 义。因

此，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目标，就是社 会 主 义 宪 政 建 设 的 基 本 目 标，推 进 当 代 中 国 社 会 治 理 创 新 的 过 程，

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宪政的过程。当代中国的社会 治 理 创 新 与 当 代 中 国 的 宪 政 建 设 之 间 是 一 种 良 性 互 动 的 关 系，两 者

犹如车之双轮、鸟之双翼，是一枚硬币的两 面，变 革 当 代 中 国 的 社 会 治 理 体 制，无 疑 为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宪 政 提 供 了 新

的历史契机，为社会主义宪政的发展注入了新的、强大的动力。

（赵俊　摘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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